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诱导连续区间有序加权平均算子及其

在区间数群决策中的应用

周礼刚，陈华友，王　晓，丁子千

（安徽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，合肥２３００３９）

摘　要：基于诱导有序加权平均（ＩＯＷＡ）算子和连续区间有序加权平均（ＣＯＷＡ）算子，提出一种诱导连续区间有序

加权平均（ＩＣＯＷＡ）算子，并讨论了该算子的优良性质．针对区间数互补判断矩阵提出了连续偏好矩阵的概念，定义

了基于专家评判水平偏差的诱导连续区间有序加权平均（ＤＩＣＯＷＡ）算子，并给出一种基于该算子的区间数群决策

方法．最后通过算例说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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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引　　言
群决策的中心任务是在个体作出判断的前提

下，按一定的规则集结为群体的判断．在个体判断的

研究中，应用最普遍的方法是构造判断矩阵．有关学

者对基于判断矩阵的决策方法作了深入研究［１５］，而

关于群决策环境下对判断矩阵相关信息进行集结的

理论和方法也有了一定的发展［６８］．

美国著名学者 Ｙａｇｅｒ提出一种集结专家信息

的算子———有序加权平均算子（ＯＷＡ算子）
［９］，它

是一种介于最大与最小算子之间的多属性决策信息

的集结算子，其特点是先对一组数据按从大到小的

顺序重新排序，再通过加权集成，其权重只与该数据

相应的位置有关．其后，Ｙａｇｅｒ还提出一种诱导有序

加权平均算子（ＩＯＷＡ算子）
［１０］，该算子先通过诱导

变量对数据进行排序，再进行加权集成，它是ＯＷＡ

算子的一种推广形式，其作用与ＯＷＡ算子具有异

曲同工之处．ＩＯＷＡ算子可对群决策中的专家判断

矩阵进行集结，但对于不确定型的判断矩阵（如区间

判断矩阵［１１，１２］），ＩＯＷＡ算子却无法对其信息进行

集结．最近，Ｙａｇｅｒ又提出一种连续区间数据有序加

权平均算子（ＣＯＷＡ算子），该算子可对连续性区

间数据信息进行集成，但却不能对多个区间数据信

息进行集成，尤其无法对区间数判断矩阵进行集成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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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将ＩＯＷＡ算子与ＣＯＷＡ算子相结合，提

出了诱导连续区间有序加权平均（ＩＣＯＷＡ）算子和

基于专家评判水平偏差的诱导连续区间有序加权平

均（ＤＩＣＯＷＡ）算子，进而给出了基于该算子的多属

性群决策方法，并通过算例分析来说明该决策方法

的合理性和有效性．

２　犐犗犠犃算子和犆犗犠犃算子
定义１

［９］
　 设ＯＷＡ：犚

狀
→犚，若

ＯＷＡ狑（犪１，犪２，…，犪狀）＝∑
狀

犼＝１

狑犼犫犼， （１）

其中：狑＝ （狑１，狑２，…，狑狀）是与函数ＯＷＡ相关联

的加权向量，且满足非负性和归一化，即狑犼 ∈ ［０，

１］，犼＝１，２，…，狀，∑
狀

犼＝１

狑犼＝１；犫犼是数据犪１，犪２，…，犪狀

中第犼大的元素；犚为实数集．则称函数ＯＷＡ是有

序加权平均算子，简称ＯＷＡ算子．

定义２
［１０］
　 称

ＩＯＷＡ狑（〈狌１，犪１〉，〈狌２，犪２〉，…，〈狌狀，犪狀〉）＝

∑
狀

犼＝１

狑犼犪σ（犼） （２）

为诱导有序加权平均算子，简称ＩＯＷＡ算子．其中：

狑＝（狑１，狑２，…，狑狀）是与ＩＯＷＡ有关的加权向量，

且满足非负性和归一化；σ（犼）是狌１，狌２，…，狌狀中第犼

大元素所对应的下标，狌１，狌２，…，狌狀 称为诱导变量．

定义３
［１３］
　 设［犪，犫］为区间数，称

　犉犙（［犪，犫］）＝∫
１

０

ｄ犙（狔）

ｄ狔
（犫－狔（犫－犪））ｄ狔 （３）

为连续区间数据 ＯＷＡ（ＣＯＷＡ）算子，称犙（狓）：

［０，１］→ ［０，１］为基本的单位区间单调（ＢＵＭ）函

数，且有以下性质：１）犙（０）＝０；２）犙（１）＝１；３）当狓

＞狔时，犙（狓）≥犙（狔）．

定义４
［１３］
　 称

λ＝１－∫
１

０
狔
ｄ犙（狔）

ｄ狔
ｄ狔 （４）

为基本的ＢＵＭ函数犙（狓）的态度参数．

由定义４可得到犉犙（［犪，犫］）的另一种表示形

式［１３］，即

犉犙（［犪，犫］）＝λ犫＋（１－λ）犪． （５）

３　犐犆犗犠犃算子及其性质
为方便起见，令

Ω
＋
＝ ｛［犪，犫］狘犪∈犚

＋，犫∈犚
＋，犪＜犫｝． （６）

３．１　犐犆犗犠犃算子

定义５　 设［犪犻，犫犻］（犻＝１，２，…，狀）是一组区间

数，〈狌１，［犪１，犫１］〉，…，〈狌狀，［犪狀，犫狀］〉为二维数组，并

设犳：Ω
＋
→犚

＋．若有

犳（〈狌１，［犪１，犫１］〉，…，〈狌狀，［犪狀，犫狀］〉）＝

ＩＯＷＡ（〈狌１，犉犙（［犪１，犫１］）〉，

…，〈狌狀，犉犙（［犪狀，犫狀］）〉）＝

∑
狀

犼＝１

狑犼犉犙（［犪σ（犼），犫σ（犼）］）， （７）

则称犳为诱导连续区间有序加权平均算子，简称

ＩＣＯＷＡ算子．其中：狑＝（狑１，狑２，…，狑狀）是与犳相

关联的加权向量，且满足非负性和归一化；狌１，狌２，

…，狌狀 称为诱导变量；σ（犼）是狌１，狌２，…，狌狀 中第犼大

元素所对应的下标；犉犙（［犪σ（犼），犫σ（犼）］）是由式（３）确

定的区间数．

该算子的基本特点是：先用ＣＯＷＡ算子对区

间数据［犪犻，犫犻］（犻＝１，２，…，狀）进行集成，对于集成

后的数据再用ＩＯＷＡ算子进行集成．

例１　 设一组区间数［犪１，犫１］＝ ［３，５］，［犪２，犫２］

＝ ［４，６］，［犪３，犫３］＝ ［４，５］，［犪４，犫４］＝ ［５，７］；诱导

变量狌１＝０．７５，狌２＝０．９１，狌３＝０．６４，狌４＝０．８７；加

权向量狑＝（０．２５，０．３５，０．２５，０１５）
Ｔ．设ＢＵＭ函数

犙（狔）＝狔
２，则有

犉犙（［犪１，犫１］）＝１３／３，犉犙（［犪２，犫２］）＝１６／３，

犉犙（［犪３，犫３］）＝１４／３，犉犙（［犪４，犫４］）＝１９／３．

因为狌２ ＞狌４ ＞狌１ ＞狌３，所以

犉犙（［犪σ（１），犫σ（１）］）＝１６／３，

犉犙（［犪σ（２），犫σ（２）］）＝１９／３，

犉犙（［犪σ（３），犫σ（３）］）＝１３／３，

犉犙（［犪σ（４），犫σ（４）］）＝１４／３．

由式（７）有

犳（〈狌１，［犪１，犫１］〉，〈狌２，［犪２，犫２］〉，

〈狌３，［犪３，犫３］〉，〈狌４，［犪４，犫４］〉）＝

０．２５×１６／３＋０．３５×１９／３＋

０．２５×１３／３＋０．１５×１４／３＝

５．３３３３．

３．２　犐犆犗犠犃算子的性质

定理１（单调性）　 对于任意的犼＝１，２，…，狀，

若有犪犼≥犪′犼，犫′犼 ≥犫′犼，则

犳（〈狌１，［犪１，犫１］〉，…，〈狌狀，［犪狀，犫狀］〉）≥

犳（〈狌１，［犪′１，犫′１］〉，…，〈犪狀，［犪′狀，犫′狀］〉）． （８）

定理２（幂等性）　 对于任意的犼＝１，２，…，狀，

若有［犪犼，犫犼］＝ ［犪，犫］，则

犳（〈狌１，［犪１，犫１］〉，…，〈狌狀，［犪狀，犫狀］〉）＝

犉犙（［犪，犫］）． （９）

定理３（介值性）　若［犪犼，犫犼］（犼＝１，２，…，狀）为

任一区间数组，则有

ｍｉｎ
犼

｛犪犼｝≤犳（〈狌１，［犪１，犫１］〉，…，〈狌狀，［犪狀，犫狀］〉）≤

ｍａｘ
犼

｛犫犼｝． （１０）

定理４（置换不变性）　设π＝（π（１），π（２），…，

０８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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π（狀））是（１，２，…，狀）的任一置换，则有

　　　犳（〈狌π（１），［犪π（１），犫π（１）］〉，…，

　　　〈狌π（狀），［犪π（狀），犫π（狀）］〉）＝

　　　犳（〈狌１，［犪１，犫１］〉，…，〈狌狀，［犪狀，犫狀］〉）． （１１）

在多属性决策中，专家对方案两两比较时，得到

的判断值常常是以区间数形式给出的，从而可得到

如下区间数互补判断矩阵：

定义６
［１４］
　设犃＝（犪犻犼）狀×狀，犪犻犼＝［犪

－
犻犼，犪

＋
犻犼］为区

间数判断矩阵，对于 犻，犼＝１，２，…，狀，若有

犪－犻犼＋犪
＋
犼犻 ＝犪

＋
犻犼＋犪

－
犼犻 ＝１，

犪犻犻 ＝ ［０．５，０．５］，犻≠犼． （１２）

则称犃为区间数互补判断矩阵．特别地，若犪－犻犼＝犪
＋
犻犼，

则犃为数字互补判断矩阵．

定义７
［１２］
　设犃＝（犪犻犼）狀×狀，犪犻犼＝［犪

－
犻犼，犪

＋
犻犼］为区

间数互补判断矩阵，对于 犻，犼，犽＝１，２，…，狀，若有

犪犻犼＋犪犼犽 ＝犪犼犼＋犪犻犽， （１３）

或

犪－犻犼＋犪
－
犼犽 ＝犪

－
犼犼＋犪

－
犻犽，

犪＋犻犼＋犪
＋
犼犽 ＝犪

＋
犼犼＋犪

＋
犻犽

烅
烄

烆 ．
（１４）

则称犃为一致性区间数互补判断矩阵．特别地，若

犪－犻犼 ＝犪
＋
犻犼，则犃为一致性数字互补判断矩阵．

定义８　设犃＝（犪犻犼）狀×狀，犪犻犼 ＝［犪
－
犻犼，犪

＋
犻犼］为区间

数互补判断矩阵，则称犉犙（犃）＝ （犉犙（犪犻犼））狀×狀 为区

间数互补判断矩阵犃 相应的连续偏好矩阵，称

犉犙（犪犻犼）为犪犻犼 相应的连续偏好值，且由下式确定：

犉犙（犪犻犼）＝犉犙（［犪
－
犻犼，犪

＋
犻犼］）＝

∫
１

０

ｄ犙（狔）

ｄ狔
（犪＋犻犼－狔（犪

＋
犻犼－犪

－
犻犼））ｄ狔，

犉犙（犪犻犼）＝１－犉犙（犪犼犻），犻，犼＝１，２，…，狀

烅

烄

烆 ．

（１５）

由式（５）和（１５）可得到

犉犙（犪犻犼）＝犉犙（［犪
－
犻犼，犪

＋
犻犼］）＝

λ犪
＋
犻犼＋（１－λ）犪

－
犻犼，

犉犙（犪犼犻）＝λ犪
－
犼犻＋（１－λ）犪

＋
犼犻

烅

烄

烆 ．

（１６）

定理５　 若区间数互补判断矩阵犃＝ （犪犻犼）狀×狀，

犪犻犼 ＝ ［犪
－
犻犼，犪

＋
犻犼］为一致性区间数互补判断矩阵，则犃

相应的连续偏好矩阵犉犙（犃）为一致性数字互补判

断矩阵．

证明 　 由式（１６）有

犉犙（犪犻犼）＋犉犙（犪犼犽）＝

λ（犪＋犻犼＋犪
＋
犼犽）＋（１－λ）（犪

－
犻犼＋犪

－
犼犽），

犉犙（犪犼犼）＋犉犙（犪犻犽）＝

λ（犪＋犼犼＋犪
＋
犻犽）＋（１－λ）（犪

－
犼犼＋犪

－
犻犽）．

因为犃＝（犪犻犼）狀×狀为一致性区间数互补判断矩阵，所

以由式（１４）有

犉犙（犪犻犼）＋犉犙（犪犼犽）＝犉犙（犪犼犼）＋犉犙（犪犻犽）．

由定义７知犉犙（犃）为一致性数字互补判断矩阵．□

定理６　设犃
（１），犃

（２），…，犃
（犿）为群决策中犿个

决策者针对某一决策问题给出的区间数互补判断矩

阵，犉犙（犃
（１）），犉犙（犃

（２）），…，犉犙（犃
（犿））为相应的连续

偏好矩阵，则综合矩阵犵犙（犃）＝ （犵犙（犪犻犼））狀×狀 也为

连续偏好矩阵．其中

犵犙（犪犻犼）＝犳（〈狌１，犪
（１）
犻犼 〉，…，〈狌犿，犪

（犿）
犻犼 〉）＝

　　　 　∑
犿

狋＝１

狑狋犉犙（犫
（狋）
犻犼 ）； （１７）

犵犙（犪犻犼）＝１－犵犙（犪犼犻），犵犙（犪犻犻）＝０．５，犻，犼；

（１８）

犉犙（犃
（狋））＝ （犉犙（犪

（狋）
犻犼 ））狀×狀，狋＝１，２，…，犿．

（１９）

若犃
（１），犃

（２），…，犃
（犿）为一致性区间数互补判

断矩阵，则犵犙（犃）是一致性数字互补判断矩阵．

证明 　 因为犉犙（犃（１）），犉犙（犃
（２）），…，犉犙（犃

（犿））

为犃
（１），犃

（２），…，犃
（犿）相应的连续偏好矩阵，故对于

犻，犼＝１，２，…，狀，有

犉犙（犪
（狋）
犻犼 ）＝１－犉犙（犪

（狋）
犼犻 ），犉犙（犪

（狋）
犻犻 ）＝０．５，

犵犙（犪犻犼）＝犳（〈狌１，犪
（１）
犻犼 〉，…，〈狌犿，犪

（犿）
犻犼 〉）＝

　　　　∑
犿

狋＝１

狑狋犉犙（犫
（狋）
犻犼 ），

犵犙（犪犼犻）＝犳（〈狌１，犪
（１）
犼犻 〉，…，〈狌

犿，犪
（犿）
犼犻 〉）＝

　　　 　∑
犿

狋＝１

狑狋犉犙（犫
（狋）
犼犻 ）．

因而

犵犙（犪犻犼）＋犵犙（犪犼犻）＝

∑
犿

狋＝１

狑狋（犉犙（犫
（狋）
犻犼 ）＋犉犙（犫

（狋）
犼犻 ））＝１，

犵犙（犪犻犻）＝∑
犿

狋＝１

狑狋犉犙（犫
（狋）
犻犻 ）＝０．５．

即综合矩阵犵犙（犃）＝ （犵犙（犪犻犼））狀×狀 为连续偏好矩

阵．

若犃
（１），犃

（２），…，犃
（犿）为一致性区间数互补判

断矩阵，则犉犙（犃
（１）），犉犙（犃

（２）），…，犉犙（犃
（犿））为一

致性互补判断矩阵．对于 狋＝１，２，…，犿，犻，犼＝１，

２，…，狀，有 犉犙（犪
（狋）
犻犼 ）＋ 犉犙（犪

（狋）
犼犽 ）＝ 犉犙（犪

（狋）
犼犼 ）＋

犉犙（犪
（狋）
犻犽 ），因而有

犵犙（犪犻犼）＋犵犙（犪犼犽）＝

∑
犿

狋＝１

狑狋（犉犙（犫
（狋）
犻犼 ）＋犉犙（犫

（狋）
犼犽 ））＝

∑
犿

狋＝１

狑狋（犉犙（犫
（狋）
犼犼 ）＋犉犙（犫

（狋）
犻犽 ））＝

∑
犿

狋＝１

狑狋犉犙（犫
（狋）
犼犼 ）＋∑

犿

狋＝１

狑狋犉犙（犫
（狋）
犻犽 ）＝

犵犙（犪犼犼）＋犵犙（犪犻犽）．

１８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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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定义７知犵犙（犃）＝（犵犙（犪犻犼））狀×狀为一致性矩阵．□

４　 基于专家评判水平偏差的犇犐犆犗犠犃
算子
文献［７］提出一种关于互补判断矩阵群决策的

专家评判水平偏差，通过该评判水平偏差可对专家

决策结果的重要性进行排序．本文将该评判水平偏

差与诱导连续区间有序加权平均算子相结合，提出

一种基于专家评判水平偏差的诱导连续区间有序加

权平均（ＤＩＣＯＷＡ）算子．

设狏
（狋）
＝ （狏

（狋）
１ ，狏

（狋）
２ ，…，狏

（狋）
狀 ）

Ｔ 为互补判断矩阵

犘
（狋）
＝ （狆

（狋）
犻犼 ）狀×狀 的排序向量．其中狏

（狋）
犻 为第犻个方案

的排序值或重要性程度，且满足狏
（狋）
犻 ≥０，∑

狀

犻＝１

狏
（狋）
犻 ＝

１．文献［１５］给出一种关于狏
（狋）
犻 的计算公式，即

狏
（狋）
犻 ＝２∑

狀

犼＝１

狆
（狋）
犻犼／狀２． （２０）

定义９
［７］
　设狏

（狋）
＝（狏

（狋）
１ ，狏

（狋）
２ ，…，狏

（狋）
狀 ）

Ｔ为由式

（２０）确定的排序向量，令狏
（狋）
＝（狏

（狋）
犻犼 ）狀×狀．其中狏

（狋）
犻犼 由

下式给出：

狏
（狋）
犻犼 ＝狀（狏

（狋）
犻 －狏

（狋）
犼 ）／２＋０．５，

犻，犼＝１，２，…，狀． （２１）

则称狏
（狋）为互补判断矩阵犘

（狋）的特征矩阵．

定义１０
［７］
　 设互补判断矩阵犘

（狋）
＝ （狆

（狋）
犻犼 ）狀×狀，

狏
（狋）
＝（狏

（狋）
１ ，狏

（狋）
２ ，…，狏

（狋）
狀 ）

Ｔ为由式（２０）确定的排序向

量，则称矩阵犆＝（犮
（狋）
犻犼 ）狀×狀为互补判断矩阵犘

（狋）的导

出矩阵．其中

犮
（狋）
犻犼 ＝狆

（狋）
犻犼／２狏

（狋）
犻犼 ，犻，犼＝１，２，…，狀． （２２）

定理７
［７］
　 矩阵犘

（狋）
＝（狆

（狋）
犻犼 ）狀×狀为一致性互补

矩阵，其充要条件是导出矩阵犆＝ （犮
（狋）
犻犼 ）狀×狀 的元素

均为０．５．

定义１１
［７］
　 称ｖｅｃ（犘

（狋））＝ （狆
（狋）
１１，…，狆

（狋）
狀１，…，

狆
（狋）
１２，…，狆

（狋）
狀２，…，狆

（狋）
１狀，…，狆

（狋）
狀狀）

Ｔ 为互补判断矩阵犘
（狋）

＝（狆
（狋）
犻犼 ）狀×狀的向量，称ｖｅｃ（犆

（狋））＝（犮
（狋）
１１，…，犮

（狋）
狀１，犮

（狋）
１２，

…，犮
（狋）
狀２，…，犮

（狋）
１狀，…，犮

（狋）
狀狀）

Ｔ 为犘
（狋）的导出矩阵犆

（狋）的

向量．

若犘
（狋）为一致性互补判断矩阵，则ｖｅｃ（犆

（狋））＝

（０．５，０．５，…，０．５）Ｔ＝犆０．故可用ｖｅｃ（犆
（狋））与犆０的

夹角余弦

ｃｏｓθ
（狋）
＝ （０．５∑

狀

犼＝１
∑
狀

犻＝１

犮
（狋）
犻犼 ）／（０．５狀 ∑

狀

犼＝１
∑
狀

犻＝１

（犮
（狋）
犻犼 ）槡

２）

（２３）

来衡量犘
（狋）的一致性程度．

定义１２
［７］
　 称

犱狋＝ １－ｃｏｓ
２
θ
（狋

槡
） （２４）

为犘
（狋）与一致性互补判断矩阵的偏差．

显然，犱狋的大小标志着专家评判水平的高低，犱狋

值越小，说明该专家的评判水平越高．称犱狋 为专家

评判水平偏差．

定义１３　 设犃
（１），犃

（２），…，犃
（犿）为群决策中犿

个决策者针对某个决策问题给出的区间数互补判断

矩阵，犉犙（犃
（１）），犉犙（犃

（２）），…，犉犙（犃
（犿））为相应的连

续偏好矩阵，犱１，犱２，…，犱犿 为犿 个专家的评判水平

偏差．令

犵犙（犪犻犼）＝犺（〈犱１，犪
（１）
犻犼 〉，…，〈犱犿，犪

（犿）
犻犼 〉）＝

　　　　∑
犿

狋＝１

狑狋犉犙（犫
（狋）
犻犼 ）， （２５）

犵犙（犃
（狋））＝ （犵犙（犪犻犼））狀×狀． （２６）

则称犺为基于专家评判水平偏差的诱导连续区间有

序加 权 平 均 算 子，简 称 ＤＩＣＯＷＡ 算 子；称

犵犙（犃
（１）），犵犙（犃

（２）），…，犵犙（犃
（犿））为相应的连续偏

好矩阵．

５　 基于犇犐犆犗犠犃算子的区间数群决策
方法
下面给出一种基于ＤＩＣＯＷＡ算子的区间数群

决策方法，其具体步骤如下：

Ｓｔｅｐ１：针对某一决策问题，犿 个专家犇１，犇２，

…，犇犿对狀个方案狓１，狓２，…，狓狀进行两两比较，得到

区间数互补判断矩阵犃
（狋）
＝ （犪

（狋）
犻犼 ）狀×狀，狋＝１，２，…，

犿．

Ｓｔｅｐ２：设ＢＵＭ函数为犙（狔），构造连续偏好矩

阵犉犙（犃
（狋））＝ （犉犙（犪

（狋）
犻犼 ））狀×狀．其中犉犙（犪

（狋）
犻犼 ）＝１－

犉犙（犪
（狋）
犼犻 ）是由式（３）确定的区间数，犻，犼＝１，２，…，

狀．

Ｓｔｅｐ３：由式（２４）计算专家的评判水平，即

犉犙（犃
（１）），犉犙（犃

（２）），…，犉犙（犃
（犿））与一致性互补判

断矩阵的偏差犱１，犱２，…，犱犿．

Ｓｔｅｐ４：利用ＤＩＣＯＷＡ算子，由式（２５）和（２６）

计算犵犙（犃）＝ （犵犙（犪犻犼））狀×狀．

Ｓｔｅｐ５：计算第犻个方案的综合属性值

狕犻＝∑
狀

犼＝１

犵犙（犪犻犼）／狀． （２７）

Ｓｔｅｐ６：通过狕犻的大小对方案狓１，狓２，…，狓狀进行

优选，狕犻最大者对应的方案即为最优方案．

Ｓｔｅｐ７：结束．

６　 案例分析
某银行拟从财务部部长、业务部部长、人力资源

部部长和审计部部长４人中提拔一人为副行长．现

聘请３位业内专家对４人在工作绩效、工作态度、工

作能力和学习成长等因素进行综合考核，得到４人

的综合评价矩阵为区间数互补判断矩阵

　犃
（１）
＝

２８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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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０．５０００，０．５０００］ ［０．７０８５，０．７８５１］

［０．２１４９，０．２９１５］ ［０．５０００，０．５０００］

［０．２９１５，０．４０７７］ ［０．５２４０，０．５８１２］

［０．２９１５，０．５０００］ ［０．５９８０，０．６８１７

熿

燀 ］

→

　 ←

［０．５９２３，０．７０８５］ ［０．５０００，０．７０８５］

［０．４１８８，０．４７６０］ ［０．３１８３，０．４０２０］

［０．５０００，０．５０００］ ［０．２９１５，０．３８３８］

［０．６１６２，０．７０８５］ ［０．５０００，０．５０００

燄

燅］

，

　犃
（２）
＝

　

［０．５０００，０．５０００］ ［０．７５００，０．８１５５］

［０．１８４５，０．２５００］ ［０．５０００，０．５０００］

［０．２５００，０．３４２３］ ［０．５５０８，０．６１６２］

［０．３４２３，０．５０００］ ［０．５５０８，０．７０８５

熿

燀 ］

→

　 ←

［０．６５７７，０．７５００］ ［０．５０００，０．６５７７］

［０．３８３８，０．４４９２］ ［０．２９１５，０．４４９２］

［０．５０００，０．５０００］ ［０．２９１５，０．４４９２］

［０．５５０８，０．７０８５］ ［０．５０００，０．５０００

燄

燅］

，

　犃
（３）
＝

　

［０．５０００，０．５０００］ ［０．７８５１，０．８４２３］

［０．１５７７，０．２１４９］ ［０．５０００，０．５０００］

［０．２９１５，０．５０００］ ［０．５５０８，０．６５７７］

［０．４０７７，０．５０００］ ［０．６３６０，０．７３８９

熿

燀 ］

→

　 ←

［０．５０００，０．７０８５］ ［０．５０００，０．５９２３］

［０．３４２３，０．４４９２］ ［０．２６１１，０．３６４０］

［０．５０００，０．５０００］ ［０．２２６０，０．３４２３］

［０．６５７７，０．７７４０］ ［０．５０００，０．５０００

燄

燅］

．

利用基于专家评判水平偏差的ＩＣＯＷＡ算子对候

选人进行优选，步骤如下：

Ｓｔｅｐ１：令犙（狔）＝狔
２，则λ＝∫

１

０
狔
２ｄ狔＝１／３．由

式（１５）和（１６）得到

犉犙（犃
（１））＝

０．５０００ ０．７３４０ ０．６３１０ ０．５６９５

０．２６６０ ０．５０００ ０．４３７９ ０．３４６２

０．３６９０ ０．５６２１ ０．５０００ ０．３２２２

０．４３０５ ０．６５３８ ０．６７７８ ０．

熿

燀

燄

燅５０００

，

犉犙（犃
（２））＝

０．５０００ ０．７７１８ ０．６８８５ ０．５５２６

０．２２８２ ０．５０００ ０．４０５６ ０．３４４１

０．３１１５ ０．５９４４ ０．５０００ ０．３４４１

０．４４７４ ０．６５５９ ０．６５５９ ０．

熿

燀

燄

燅５０００

，

犉犙（犃
（３））＝

０．５０００ ０．８０４１ ０．５６９５ ０．５３０８

０．１９５９ ０．５０００ ０．３７７９ ０．２９５４

０．４３０５ ０．６２２１ ０．５０００ ０．２６４８

０．４６９２ ０．７０４６ ０．７３５２ ０．

熿

燀

燄

燅５０００

．

Ｓｔｅｐ２：由式（２４）得到

犱１ ＝０．８７０７，犱２ ＝０．８６９８，犱３ ＝０．８７１４．

Ｓｔｅｐ３：令狑１＝０．２，狑２＝０．３，狑３＝０．５，利用

ＤＩＣＯＷＡ算子，由式（２５）和（２６）计算得到

犵犙（犃）＝

０．５０００ ０．７６６９ ０．６４７４ ０．５５３３

０．２３３１ ０．５０００ ０．４０９７ ０．３３５０

０．３５２６ ０．５９０３ ０．５０００ ０．３２１７

０．４４６７ ０．６６５０ ０．６７８３ ０．

熿

燀

燄

燅５０００

．

Ｓｔｅｐ４：利用式（２７）计算各方案综合属性值

狕１ ＝０．６１６９，狕２ ＝０．３６９４，

狕３ ＝０．４４１１，狕４ ＝０．５７２５．

Ｓｔｅｐ５：因为狕１ 狕４ 狕３ 狕２，所以最佳人选

为财务部部长．

７　 结 　 　论
本文首先将诱导有序加权平均算子与连续区间

有序加权平均算子相结合，提出一种诱导连续区间

有序加权平均算子，并讨论了该算子的优良性质；然

后针对区间数互补判断矩阵提出了连续偏好矩阵的

概念，定义了基于专家评判水平偏差的诱导连续区

间有序加权平均算子，并提出一种基于该算子的区

间数群决策方法；最后通过算例说明了该方法的有

效性和合理性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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